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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日李鹏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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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、1994年1月

20日，国务院

副总理邹家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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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、新区热电厂机组主控室

D、缸窑热电厂机组主控室

E、陡河发电厂网控调度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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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、唐山发电厂电气控制室

B、陡河发电厂机组主控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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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、总厂厂长

赵建国及领导

成员

A，总厂厂长郭新明

及领导成员

C、总厂厂长

郑长飞及领导

成员



C、1991年1月8日，唐山

发电总厂被能源gB授予首

批“达标企业”



A、1995年11月18日，

厂除灰系统改造工程投

B、1995年1 2月200；

机在唐山电力技校建成

C、1989年，陡河发电厂一、二

期机炉协调装置投入运行



A、1996年7月28B．日本日

立公司常务董事、日立一中

国)有限公司总经理小林哲

雄(中J来厂参观

B、祖国在我心中

C、唐山发电总厂第八届马

拉松、第九届中长跑比赛

D、∥唐山发电总厂志》(第

二卷，评审会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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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山发电总厂志》(第二卷)，是《唐山发电总厂志》(第一卷)的续志，详实

地记述了唐山发电总厂1989年至1996年这一段辉煌的历史。它的问世为原唐

山发电总厂的修志工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，为唐山发电总厂半个多世纪的历史

做出了一个全面的、实事求是的记述。它是我国电力企业志中的一部力作，为后

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改革开放二十年，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。1989—1996年，是国有企业改革

和发展的重要时期，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逐渐深化。唐山发电总厂正是在这样

的大背景下不断发展起来的。到1987年10月，唐山发电总厂装机容量达到

1850兆瓦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总厂。1989--1996年8年累计发电量

971亿千瓦时，为缓解当时华北地区特别是北京市严重缺电局面做出了突出贡

献。总厂坚持治理设备，探索发电生产的内部规律，坚持把深化改革与加强企业

内部管理相结合，坚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，不断总结、升华并积累了管理特大型

发电企业的经验，适应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形势。在变革环境下，总厂

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，在管好国有企业上，实现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思

想飞跃，开创了政通人合、气象一新的局面，这是唐山发电总厂历史上的鼎盛时

期。对这一段历史不以文字记载下来，《唐山发电总厂志》将会因失去其中精彩

的一部分，而不完整，会给后人留下难以补救的遗憾。因此，我们对续写志书，非

常重视。时隔8年，在陡河发电厂与唐山发电总厂划分重组以后，两厂意愿一致，

共同携手，再续志书。成立由两厂领导组成的志书编纂委员会，聘请电业资深的

老同志担任续志的组织编写工作。他们潜心筹策，谋划篇章，力图在与第一卷内

容相衔接，结构相统一的基础之上，写出特色。坚持“众手成书"的原则，广泛发

动职工群众，多方挖掘查阅资料，在各部门同志的积极配合下，许多同志不辞辛

苦，心系志书，精心编写，反复推敲，仅用不到两年的时间，就将这部近60万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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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志呈现给大家，这是电力工业志书史上的一件喜事。

这部续志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实事求是，真实、全面、详细地记录历

史，又不拘泥于繁琐细节，旨在突出生产力主线，条目清楚。浓墨勾勒企业发展

轮廓，重彩写出改革开放的时代特色，以历史沿革为经，以重要事件为纬，纵横

交织。它再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唐山发电总厂“以治理设备为突破口，全方

位创优，确保达标升级"工作的全过程。尤其是陡河发电厂的4台200兆瓦机组，

经过5年多的全面治理，实现了稳定运行，表现了唐电人治理设备的决心和“不

推不怨，不等不靠”的精神风貌；它描述了总厂首批进入全国电力系统火电厂达

标行列，荣获“五一劳动奖状’’之后，唐电人实现“无渗漏火电厂"，管理向更高层

次攀登的历程；它记录了总厂全面实施三项制度改革，新的管理机制建立，职工

思想观念转变的轨迹；它记述了企业党的建设、思想政治工作、精神文明建设和

企业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工作。

续志是一部对职工进行厂史教育、思想教育的好教材，我们应该倍加珍惜。

有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。续志的出版发行，有利于两厂各级领导干部和职工了

解唐山发电总厂的历史。在电力企业不断深化改革的今天，充分发挥志书的作

用，从中汲取营养，使之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服务，大有裨益。让我们发扬

光荣传统，坚持改革开放，搞好电力企业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。

名墨乒 ， 1

王A奠

1999年10月



一、指导思想。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以《关于建国

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》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、政策为

准则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记述唐山发电总厂的发展历程，

兼述生产关系及管理体制的变革。

二、本志断限。本志为《唐山发电总厂志》(第一卷)的续志，时间上限起于

1989年，下限断至1996年。

三、体例。本志由志、记、传、图、表、录组成，以志为主。横排篇目，竖记历史，

纵横结合。本志采用语体文、记述体，文字力求简明通俗，叙而不议，寓褒贬于叙

事之中。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兼记事本末体。字体按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《汉字

简化方案》表的规定选用。人称采用第三人称。

四、编次。本志设篇、章、节、目四个主层次，目下面出现子目时，用括号和数

字加以区分，力求达到层次分明，结构合理。

五、行文规范。志书中有关称谓、数字、纪年、计量单位以及引文的书写方

式，均按照中国电业志编委会《关于编写电力工业志行文规定与格式的若干统

一要求》和《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》编纂。志书中的

长度、面积、体积、时间、重量、电流、电压、能、功、热量等均使用法定计量单位的

名称，而不使用符号。

六、单位及设备的名称均使用全称，需要简称时，在第一次出现全称的后面

注明。

七、按照“生不立传”的原则，只给已去世的英雄模范人物和革命烈士立传；

仍在世的市、局级以上的劳动模范、先进生产(工作)者及其他有影响的人物，以

名表和名录形式入志。

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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